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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成色十足
新时代妇女事业成就综述之妇女与健康——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持续完善服务体系、加大“两癌”筛查工作投入力
度……近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推进妇女健
康权益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位置，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决策部署，
针对妇女健康重点问题实施一系列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不断完善妇女健康服务体系，推动我国妇女健康
事业实现飞跃发展，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加强顶层设计 妇女健康权益得到
充分保障

2018年，在北京市丰台区保障孕产妇安全工作会
上，解放军第五医院南院区获颁“丰台区危重新生儿抢
救中心”牌匾，成为丰台区妇幼保健院的“战友”。2019
年，又增设北京天坛医院为“丰台区危重孕产妇抢救中
心”。层层防护，联动救治，这是区域间保障妇幼健康
的一个缩影。

2019年7月，我国正式发布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向个人和家庭提出五大健康倡议，其中包括“关爱女
性，促进生殖健康”。同时，面向社会和政府提出十项
工作措施，其中包括“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优化生
育全程服务”“加强婚育指导、避孕服务和女职工保护”

“开展孕前保健和产前筛查服务”“保障母婴安全”“防
治妇女儿童常见疾病”等。

近年来，妇幼健康顶层设计得到全面加强，基本医
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均明确，要建立
健全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保障妇女儿童健康。据统计，
目前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32家，已建立3364个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070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我们始终秉持儿童优先、母亲安全理念，坚持保
健与临床相结合、坚持个体与群体相结合、坚持中医与
西医相结合，中国特色妇幼健康发展道路得到了巩
固。”在妇女健康工作一线深耕多年的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妇幼健康司负责人深有感慨地说。

世界卫生组织将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
产妇死亡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
标，其中妇幼健康也反映了全民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和
文明程度。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7.93岁，妇女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比世界女性平
均水平高4岁。2022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
15.7/10万，降至历史最低。

着眼生命全周期，打造涵盖生命孕育起点、儿童期、
青春期、育龄期、更年期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链条；以
妇女儿童人群为中心、为妇女儿童提供整合型医疗保健
服务；云上妇幼和智慧妇幼进入寻常百姓家……一项项
切切实实的举措推进妇女健康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2023年5月，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消除对妇女
歧视委员会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审议，联合国消歧委
员会对中国在维护妇女健康权益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
给予积极评价。

增强服务能力 妇女群众获得感不断
增强

2022年，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正式获批三级

甲等妇幼保健院，这对于刚刚生完孩子的李女士来说
是个好消息，大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再也不用往市里
跑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和李女士家一样享受到就医的便
利。

今年国庆节当天，基层“健康守门人”——河北省
邯郸市大名县中未城村乡村医生翟大龙，来到村民李
喜兰家，帮她查看体检结果。

随着“十五分钟医疗服务圈”“八分钟健身圈”“健
康步道”等医疗和体育设施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妇女实
现在家门口就医。

针对妇女健康重点问题，国家启动一系列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超过1亿的农村育龄妇女进行免费叶酸补
服，使我国神经管缺陷发生率大大降低；

通过开展预防项目，全国孕产妇艾滋病、梅毒、乙
肝筛查的检测率均在99%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也
由未干预时的34.8%下降到目前的3%；

国家医保局今年7月份公布的《2022年全国医疗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参加
生育保险的有24621万人，比上年增加870万人，增长
3.7%。享受各项生育保险待遇1769万人次，比上年增
加44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4.0%。中国各项幼健康核
心指标水平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成为10个妇
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

以妇幼保健机构/妇女儿童医院为核心、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综合医院和相关科研教
学机构为支撑的中国特色妇幼健康体系不断健全，妇
幼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妇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断增强。

关注重点人群 妇女健康事业加速
发展

宫颈癌、乳腺癌是危害妇女健康的两大恶性肿瘤，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两癌”筛查工作投入力度，越来
越多的妇女从中受益。

2023年中秋节前夕，北京市平谷区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徐桂敏一行到刘家店镇、马昌营镇对“低收入两
癌”患病妇女家庭走访慰问，并送上今年全国妇联“低
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两名患病妇
女每人获得1万元救助金。

配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实施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扎实做好低收入“两癌”救助项目。2018年以来，全国
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发放
近15亿元，救助近15万名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两癌”患
病妇女，积极推动各地将妇女“两癌”工作纳入各级政
府民生实事，带动各类资金救助“两癌”患病妇女17.3
万人。

今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全国妇联等多部门制

定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2—2030
年）》，进一步完善宫颈癌防治服务体系，提高综
合防治能力，构建社会支持环境，努力遏制宫颈
癌发病率、死亡率上升趋势，减轻宫颈癌社会疾病负
担。

据统计，目前，我国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项目已覆
盖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累计开展宫颈癌免费筛查1.8
亿人次，乳腺癌免费筛查近1亿人次，患病困难妇女群
体得到及时救治。

此外，依托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
媒体矩阵多途径普及健康知识，策划拍摄“健康中国
母亲行动”微电影、动漫短片，推出系列公益广告，开展

“两癌”防治知识上高铁、“晒晒你家健康食谱”活动，开
展关爱女性乳腺健康、“巾帼健康行动·名医来了”等系
列公益直播，不断加强“两癌”防治知识科普宣教，提高

“两癌”防治能力。
更多民生实事正在各地逐步实施：
今年7月，《北京市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

题活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中明确，二级及以
上相关医院要提供分娩镇痛等疼痛管理服务。

2023年1月1日起，云南省玉溪市对具有本市户
口的初一年级女生开始免费接种宫颈癌疫苗。

……
在全国妇联指导下，各级妇联积极配合卫生健康

部门，认真落实“两癌”免费筛查宣传和救助工作，持续
关注和回应困难妇女和广大家庭切身需求，创新实施

“家家幸福安康工程”。
为落实好“家家幸福安康工程”，中国妇女发展基

金会的1740辆“母亲健康快车”奔驰在30个省区市的
偏远农牧山区，服务3600多万人次；“母亲水窖”项目
帮助168万人获得安全饮水；“加油木兰”项目为308万
困难女性提供医疗公益保险……一系列妇幼健康行动
计划落地见效，进一步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

妇女健康事业不断提速、妇女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妇女健康友好环境不断完善。新征程上，亿万妇女必
将以更加健康昂扬的姿态书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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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8日，在阿里地区措勤县曲洛乡，乡卫生院医生巴桑卓玛为一名老人测量血压。当日，西藏阜康肿瘤医院的康复理疗师来到海拔4000余米的阿里地区措
勤县曲洛乡，联合当地卫生院的医生为当地牧民义诊。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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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近15亿元

带动各类资金救助“两癌”患病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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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各地将妇女“两癌”
工作纳入各级政府民生实事

2022 年 12 月 22
日，在广西三江侗族自
治县妇幼保健院，一名
侗族妇女在免费接种
HPV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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